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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这头公牛》

内容概要

著名作家李杭育先生在美国探亲并旅游期间，将其独特的体验以日记形式记录下来。其个性化的写作
和真实故事的描述，表现了作者对美国的直接认知和感想，记录了普通中国移民及美国年轻人如何应
对工作和生活压力、如何处理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如何面对一个未知的世界。同时截取美国城
市及旅途生活中一个个有趣的场景，呈现了一个作家眼中奇特又通俗的美国故事。
作者与读者分享着：在美国精神文化的社会背景下，美国的普通人过着怎样的简朴生活，信守着怎样
的人生理念以及如何通过个人的艰辛奋斗实现人生的价值。书中真实而客观的见闻，尤其是田桑作为
美籍华人的奋斗经历，印证着人人有机会而又必须通过个人极其艰苦的奋斗实现理想的美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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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这头公牛》

作者简介

李杭育，1957年7月生于杭州，1982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国家一级作家，80年代初期“寻根派”
中体现吴越文化精神的代表作家，曾当选为杭州市作家协会主席，创办过《鸭嘴兽》刊物，现为浙江
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教授。著有小说集《最后一个渔佬儿》、《红嘴相思鸟》、长篇小说《流浪的
土地》和《唱片经典》等，其中《沙灶遗风》获1983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自90年代中期起，开始从事电视纪录片写作。自2008年起，开始从事油画创作，已多次举办个人画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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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这头公牛》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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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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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这头公牛》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晚上我们回到Greenbelt，微妮还把四张票卡里剩余的钱都清退出来。 华盛顿的地铁
是我迄今见过的最简约、最单纯的地铁，任何站台都没有一家商铺，连广告都寥寥无几，而且你几乎
看不见工作人员。车厢里也是如此，没有一则广告。整个地铁系统仅仅只是交通工具及其设施，与其
他商业无关。地铁站里没有任何装修，高大的拱顶和站台上的立柱都是赤裸的水泥，甚至都不肯花功
夫抛光，所有的通风或空调管道都裸露着。但车厢里却铺着地毯，座位都是真皮的，相当舒适。美国
人讲实惠，总是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这又是一例。 所谓Archivs，是指美国国家档案馆，就在地铁站
的正对面。和它隔了一条街的斜对面，是华盛顿的美国国家艺术馆。这个艺术馆我的同事薛亚军去看
过，所以我早就知道，今天总算见识了。建筑高贵、大气，馆藏丰富、精彩。罗丹的著名雕塑《思想
者》就在这里。米罗的几十幅杰作正在这里巡展。然而这里却是完全免费的，任何人，再穷的人，都
可以昂首挺胸走进这座既华贵又端庄的艺术宝殿。和在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时一样，我主要看了
绘画部分，并且主要是自法国印象派以来的作品，不然再花一天也看不完。 顺便说说，华盛顿的所有
国家博物馆、植物园、水族馆之类的场所，全部都是免费的。不仅对美国人免费，对来自任何国家的
所有的游客一概免费。这也是华盛顿让人觉得它很大方的一面。它的街道宽阔，行人稀少，建筑物体
量巨大，中规中矩。往好听的说，这里的一切显得雍容大度，端端正正，坦坦荡荡；说句不好听的，
华盛顿给人的感觉太正襟危坐，有点不食人间烟火。或者换个说法，和商业化十足且时尚感强烈的纽
约相比，华盛顿朴实、大方，不那么俗气，而比起温敦、文静的费城来，华盛顿则少了点生活气息，
缺乏亲切感，显得冷冰冰的。 我想，这也对，在政府官员成堆的地方，少一点商业气息，少一点灯红
酒绿，有利于官场的健康。美国不是靠政府官员吃了、拿了、玩了然后再招商引资谈项目来搞经济的
，华盛顿清高一点没啥不好。 不过，我倒也在华盛顿的大街上看到了非常温馨的“二拖一”的一幕：
一位年轻的父亲和他的年幼的儿子骑在同一辆双人自行车上，后面还拖着一辆童车，里面坐着一个女
婴。 华盛顿街上骑自行车的人很多，感觉比纽约、芝加哥、费城，甚或比美国所有城市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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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这头公牛》

编辑推荐

《美国这头公牛:李杭育旅美日记》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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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这头公牛》

精彩短评

1、看完这本后爱上这种小杂文小感悟了 不同的视角去了解别的国度
2、这本书的朴实但真实地描述了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在美国的经历：这里没有惊喜、没有轻易可
得的工作，更没有人情纽带来帮助你成功。但书中年轻人的故事告诉读者的是无论是原本在美国成长
起来的年轻人还是从中国去追梦者，都是在平淡而坚毅的生活中得到他们的快乐的。
3、装帧设计一般，内容平铺直叙，不过佩服作者的有些观点，新潮的老人。
4、就听他发牢骚了
5、李杭育的书以前看过，风格与这本书完全不同。这本书充满生活的烟火味，故事平凡而生动，好
看！
6、要说的话太多，见豆瓣书评。
7、“日记体”似乎有点不讨巧，但是一个月的旅美行程，既要游玩，又要“思考人生”，也只能用
日记这种“短平快”的体裁了。书中所涉的话题很多，从婚姻到育儿，从酒驾到交规到高速路免费，
从消费到能源⋯⋯。好在，作者本意并在在此，本书的内核也并不在此。最让我感动的是，作者是一
位50多岁的“老人”了，却念念不忘要想在美国东北部来一次独自驾车旅行，既是“不服老”，也是
对“自由无羁”的永恒追求。
8、都不知道去探亲也可以写出如此细腻的美国生活感悟，小人物也有大见解，事实确实是这样，当
你真正到了一个地方用心生活后，你会发现这座城市的文化，你也会被它所吸引。
9、非常喜欢这本书。  如今书分很多种，我自己喜欢按照费劲的和不费劲的先行分类，当然少儿和漫
画类的除外。这本《美国这头公牛》属于轻松自然风味的散文。  由于是日记体，每篇篇幅适中，有
点象饮功夫茶的小杯，细咂品味，微微有些许回甘。作者落笔细腻，文字平和，字里行间透出一种活
灵活现的真实、朴实和踏实。  推荐读书场景：午后，一杯好茶，阳台或水边，读两三篇，小啜⋯⋯
即便合上书后一无所感，但此刻的轻松，你能体会。
10、很好的一本书，读完之后有很多感想。推荐大家认真看看。
11、李杭育老师的书看过一些，没想到最近出了这本旅美日记。李老师文学功底自不待言，历史功底
也很扎实，再加上电视纪录片、油画，简直就是一新潮老人。虽然对本书中的观点并不全部同意，因
为感觉一个月的印象难免浮光掠影（虽然李老师以前也来过美国），但还是觉得令人耳目一新。
12、粗粗看来，这本书似乎有流水账的嫌疑，但是你沉浸其中，看到的，就不是裹脚布那样漫长的拖
沓，而是平实文字背后的父亲、外祖父。
13、之前曾在博客看到过一二，日记体的旅行，字体行间，简饶似十分有趣，一点点李杭育的黑色幽
默，换个角度看美国，很真实
14、1、篇幅不长，后面几篇有充数之嫌。2、前面记得蛮好，私人日记的感觉，写清了几代人的事情
，里面有个“美国梦”，白手起家这种第一代移民的事，还是得发生在美国。
15、昨晚拿到书后，坐在床头细细品读，黑色幽默无处不在，看惯了流水账的日记，觉得很有新意。
16、虽不能说这是一本“不朽”之作，但它无疑是一本“朽”得很慢很慢的书。姑且不论此随笔紧贴
生活、返璞归真的真知灼见，仅其语言而论，即可谓是经典散文之范本。
17、《美国这头公牛》。读完后，我对李老师讲，这些文字有价值。在我，美国有些遥远，只有通过
读有价值的书来努力拼凑一个大致符合实际的印象。李这人的特点是，不虚荣，不矜夸，够真实，所
以他能这样写。英语表达笨拙的老李，在东海岸一路兜兜转转，东张西望，还不时忙里偷闲抽根烟泡
个吧，絮絮叨叨，即便是误读也足够天真坦率。
18、很严谨的写作态度，作者有点小脾气
19、朋友买了这本书，我借来翻阅，一看就爱不释手，文字朴实传神，书中的图片极富生活气息，很
带感！于是自己也买了一本收藏，好书。
20、李杭育博客上第81篇日志：“一般人讲故事，讲着讲着就意识到了自己以及自己的亲人，就会有
所忌讳，有所掩饰。而专业的讲故事，譬如一个好的小说家，可以做到讲故事就是讲故事，管它是自
己的还是别人的故事。有啥讲啥，爱怎么讲怎么讲。有些人永远也讲不好他们自己的故事。”即此书
之意吧。

21、  早在博客上已经拜读过了。老师的文字真是行云流水，读来非常畅快。许多生活中穿插的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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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这头公牛》

读来很有滋味。推荐阅读。
22、比较文艺，内同充实，很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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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这头公牛》

精彩书评

1、作者笔下的亲情，温馨而令人动容；书中关于田桑和瑞恩夫妇的“奋斗”故事，既令人感叹，又
令人钦佩⋯⋯不论刚踏出校门的“90后”，还是夹心层的“80后”，乃至或功成，或名就，或面对将
成年的子女，笔者都推荐一读。
2、之前在作者的博客中看到过部分的文章，很喜欢。李老师的文字功底没的挑剔。客观地看待美国
，很不错，对于没有去过美国的读者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生活经历中不乏温情，尤其是感动三代
女人的故事，读到的时候眼泪直接下来啦！听闻出书了，赶紧来捧场，期待噢！
3、非常关注这本书，吸引我的除了作者的这些经历、文章以外，还有就是非虚构写作。这一首先被
西方文学界所引用的概念，亦被称为“第四类是写作”。曾有人这样说——中国从来都不缺少优秀的
文人和创作元素。但这当中的大多数人，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斗心”上。用在了相互妒忌和排挤
上。浮躁、逐利的权宜之计生存模式充斥着整个社会。长远来说，倡议第四类文学写作的核心意义在
于，使写作成为人人可为、人人能为的常态。没有天生的写作大师。只要你愿意，拿起笔来，记录和
呈现一切现实元素。你不再只是一个历史的参与者，你还是记录者。《美国这头公牛》就是这样的作
品，非虚构写作因为本人了解不深，不做 评论，单从作品来说，有幸在出版之前看到过一部分文章，
日记的形式没有长篇小说的冗长，也没有为了情节而情节的俗套，其个性化的写作和真实故事的描述
，带给读者的是极为直观的感受。《美国这头公牛》，值得一读再读！
4、近年来，李杭育的书写虽然仍在继续，但主要用纪录片解说词、电影介绍、唱片赏析和为数不多
的散文写作形式进行，毕竟在传统的观念中，这些不算是真正的文学创作，《美国这头公牛》让我们
看到久违的文学的李杭育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日记体属于个性化的私人写作，但是因为多种原因（
作者及其家属、研究者、出版商等），出版的并不少，不过，在记录者生前即面世的还是比较少见。
《美国这头公牛》这本书内容关涉美国文化的多个方面，也有作者自己的亲情叙述，可以视为李杭育
的一本新的散文集子，其中对于文化的思考，可以说和他的《老杭州》一脉相承。“寻根派”代表李
杭育似乎“归队”了，并且以这样一种不寻常的方式。
5、老李的这本书充满了他个人的见解与调侃。很多地方甚至十分具有童趣，说他是个老顽童真是一
点也不会错。有时候看他和女儿微妮闹矛盾，心里也紧了起来；有时候看他一个人总是孤零零地抽着
烟，审视着美国佬的一切，就想拍拍他的肩膀说，“来，给我也一根”；又有时候看他出入于美国各
种博物馆、艺术馆、音乐厅，欣赏着、聆听着各种高雅艺术品时，羡慕嫉妒之心就油然而起。老李虽
然不太懂英语，但却看过很多美国片，听过很多美国音乐，懂得不少的美国历史，因而他对美国的评
价就相当中肯。美国佬确实如他所说该注意一下自己的浪费问题以及肥胖病；而中国人也确实该反省
下自己的生活方式、教育方法。老李的日记最初是放在博客上的，行文逻辑性强，不太符合一般私人
日记散漫无章，近乎流水账的特点。一般日记往往点到即止，也就是说对于自己已知的事情不会过分
渲染，而是采用含蓄的态度来处理。这也是我在写日记时所需解决的一大难题。
6、这无疑是一针坚定出国信念的强心剂。更好的大环境是值得去奋斗去拼搏。这本书带给我的憧憬
太多了⋯⋯美国至少能够给予他们的年轻人一个展示自己实现梦想的舞台，这应当是大洋彼岸最具诱
惑力和吸引力的地方所在吧
7、在公牛身上旅行许志强（浙江大学教授）　　李杭育的新作《美国这头公牛》，曾在《书城》上
刊登过若干章节，引起我兴趣。说来我有近十年没读到李杭育的文学作品了。这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
著名作家，近来从事绘画，也出版过古典音乐欣赏的著作；他在浙江理工大学任教，教写作和电影，
很受学生欢迎。　　《美国这头公牛》是李杭育的旅美日记，讲他去芝加哥探望女儿、洋女婿和两个
小外孙，顺便在美国自驾游，观览这个国家的风光和民情；而日记就是生活琐事的记录，点点滴滴，
有烦心事，也有小喜悦，有怒气和忏悔，也有童心和感悟。作者是一位细心的观察者，美国的物价用
度、家庭人伦、交通规则、儿童教育、饮食居住、文化生活等，他都用心体察，形诸笔墨，让人觉得
亲切、实在而入味。近一个月的美国生活，对一个作家来说，足可写成一部十万字的书，配上照片和
绘画，就蛮好看了。李杭育说，“看地图，感觉美国像一头公牛，很肥硕”。而他得学会用一把尺子
去衡量它，包括它闪闪发光的犄角，它富得流油的肥膘，它过于旺盛的食欲。好在作家有足够的知识
储备，能够放眼去打量它。　　《美国这头公牛》写一个中国作家和美国文化的对话。作家已过天命
之年，而美国文化似乎还很年轻。这场对话在旅行之前就已经开始，在旅行结束之后仍在继续。这是
一本人情味十足的书，是一次率真而有考量的记述；尤为重要的是，它体现这个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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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这头公牛》

的文化对话和文化思考，读来时有启发。　　书中的主角之一李田桑，她小时候我曾见过，如今是两
个孩子的妈妈了，放弃家乡本可依赖的生活，选择在美国独立支撑一份家业，努力做一个奉公守法的
公民。　　作者把她那种成熟的公民心、严肃的母性和温柔的女儿心肠都写出来了，读来不由得令人
感慨。我相信读者会跟我一样，从一个年轻移民的艰苦创业中，获得新鲜而动人的印象。　　当代中
国小说有一些让人觉得妖异离奇的创作，甚至极尽变态渲染之能事，却未必有多少情感和生活的内涵
。《美国这头公牛》是一部非虚构作品，将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思写成日记共三十一篇，而其内涵
并不完全局限于实录。此书的叙述者展示多重身份，表达这个交错的文化语境中的观察和体验；无论
是分享生活情感还是文化思考，都不脱离常识的本真和趣味。李杭育的这种非虚构写作，有亲和力也
有主心骨。我甚至期待，他今后的小说创作也将探索一条别具潜能的新路子。　　《美国这头公牛》
是一部非虚构作品，将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思写成日记共三十一篇，而其内涵并不完全局限于实录
。——《钱江晚报》2013年5月19日B5版
8、日记体，在当今的作品中比较少见，不像小说篇幅那么长，读的时候可以随时读一篇，下次接着
读。书中描写的在美国的一些生活小事，在作者笔下，又温暖又有趣。除此之外，也不难看到国内和
国外对待一些事情的区别，从书中了解美国也是不错的选择
9、很多再普通不过的事物，经由作家的独特视角就别有一番风味。有时候看书是为了寻找自己的初
心，找找那颗被世俗磨得麻木不仁的心到底在哪里。曾在新浪博客上拜读过旅美日记中的几篇，日记
中对美国的描写或许身在美国多年的人也不会品味到。总之，很值得一读。
10、“在美国精神文化的社会背景下，美国的普通人过着怎样的简朴生活，信守着怎样的人生理念以
及如何通过个人的艰辛奋斗实现人生的价值。书中真实而客观的见闻，尤其是田桑作为美籍华人的奋
斗经历，印证着人人有机会而又必须通过个人极其艰苦的奋斗实现理想的美国精神。”原谅我先抄了
这么一段话。实在是因为书中没有什么大道理的说教和言辞华丽的感天动地。太平实了！后来看到有
一句估计是编辑还是其他人的话，就先抄下来了。很早就买了这本书，由于自己从来懒，一直没有看
。近来突然脑袋开窍想看书了，翻来翻去去找到了这一本。我要说我没看过他其他的作品，估计这篇
所谓的书评就要被人喷了，但我确实没看过。李杭育是个小老头，年纪不小了。喜欢喝酒喜欢泡吧，
还喜欢抽高希霸，一种在我抽来很糙很臭的烟。是不是这说明他的口味与众不同？他说他不赞同学生
抽烟，但是也不反对，这也是我能抽到他那根高希霸的原因。估摸着那天跟他在酒吧喝多了酒，没抽
出这样的味道。后来自己买了一条，我能说拆了一包都没抽完吗？他说他要稍微节制一点喝酒，最好
能泡吧到八十岁，说这话的时候，他夹着一支烟，烟雾袅袅中，他的笑声很是爽朗。没有老一辈的刻
板固执甚至是所谓的传统。这样的人，是老少通吃的。所以他在酒吧很有人缘，老的少的，看到他在
，都会过去敬个酒，他也爽快，来者不拒。《公牛》一书，说来都有些流水账的嫌疑。记录的只是作
者在美国时候的所见所闻所想，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本来就是一些日记而已。他不是为出书而写作，
不是为写作而写作，也不是为了所谓名声写作。他知道现在所谓的主流文学，但是可以说不屑，不愿
同流之。所以“我也不是什么畅销书作家”这样的话，就有些自嘲也自傲的味道了。试问，谁的流水
账有这样春风化雨的和煦和不做作。尤其是出这种日记集的，难免会有些自我吹捧的嫌疑——你看，
我随便写的日记都能出书。但是在这本书里，没有这样的味道。他只是去异国他乡看看女儿看看外孙
的小老头而已，再大一点儿的渴望，不过是能够“有自由的浪漫”，在美国自驾游。奈何“阿莉”“
田桑”都不同意，不放心他的英语能够应付途中遇见的困惑和麻烦。那就只好作罢了，甚至书中有着
孩童似的失落。他写嫁做人妇的大女儿田桑，写和一个荷兰小伙子相恋的小女儿微妮，写还不会说汉
语的外孙摩根。他写他在美国见到的，不浮夸不做作，也不愤世嫉俗。但是读来，就是让你觉得有一
读再读的冲动，即使这些只是日记而已。一个老头的流水账让我说了这些流水账式的话，算不上书评
，甚至磕磕绊绊毫无逻辑，但我想，他必定没想着要谁以一个膜拜的姿态来读他这本书。也许有人说
，这个老头真有趣，他也能开怀大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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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美国这头公牛》的笔记-第44页

        朱利安两周后才满四周岁。在我看来,
还有比朱利安更小的孩子。美国人就这样花钱让他们的男孩还有个别女孩从小学习竞技、合作和勇敢
。

我俩的话题就集中到自由权利和责任上。田桑拿她的房子说事，说在中国,土地永久的属于国家,你买
的房子却买不了土地,国家只给你七十年的使用权。而在美国,房子及其脚下和周边的土地是完全私有
的,因此,他家门前的那棵树,法律上讲完全是他的私有财产,她有百分之百的处置权,把它砍了都行，没有
人会为此找她的麻烦,毕竟他享有这份权利和自由。但实际上,他不会那样做,因为把树砍了对他没有好
处。有权利不等于他非要去用。他自愿放弃了砍树的自由,为的是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可这么一
来,他就要背负起养护好这棵树的责任了。既然是长在你的地盘上的树,你就不能眼睁睁看看着它被虫
子吃光了叶子而不去做点什么。那样就会妨碍到邻居,至少是有碍观瞻。还有他门前的草坪,也是长在
他的土地上的草,当然就得自己来收拾,该浇水浇水，该割草割草。他若是让草一味疯长,让他的家门口
变得像是一片荒野,政府就会有人来找他发话,说你连自扫门前雪也不会吗?要么自己割草,要么雇人人给
你割。各人自扫门前雪,就是个人负起自己的责任,谁让这房子、这草地是你的呢?
       的确, 私有制从某个角度说,就是责任制。

2、《美国这头公牛》的笔记-第108页

        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只要世界文化艺术的,无论什么时代、民族、国家,好东西统统拿,兼收并
蓄。他的藏品从公元前几个世纪直到20世纪甚至本世纪初,时间横跨近三千年,囊括古希腊、埃及、秦汉
以来的中国、古代非洲、中世纪以来的欧洲,甚至还有日本馆、塞浦路斯馆等等。藏品数量之多、之全
、之精彩,令人瞠目。我和安利用了三个小时,只看了古希腊、古埃及和古罗马的雕塑、19世纪与20世纪
上半叶的欧洲绘画,以及明清中国的一部分。实在是走累了,而且觉得就是再花上整整两天,我们也看不
完这个博物馆。

3、《美国这头公牛》的笔记-第110页

        费城决不只有与美国建国有关的那些历史遗迹。这个城市很绅士,恬静,淡定,富有文化气质。

4、《美国这头公牛》的笔记-第90页

        纽约的地铁可以看作美国人简单、实惠性格的缩影。它的历史很长了,至今仍在高效运营,每天的客
流量大得惊人。累计起来,他简直称得上人类所能创造的运载工具的奇迹之最。但它毕竟太古老了，看
上去那么简陋,柱子都是粗糙的钢坯,卯上同样粗糙的铆钉。楼梯多半是钢板铺的，天花板过低矮,空调
系统能力明显不足,让人感觉空气污浊闷热。总之,我和阿利一听说又要坐地铁,心里就很不爽。

5、《美国这头公牛》的笔记-第96页

        午后，我们到了现在艺术博物馆,简称Moma。据说这是全球最大馆藏最丰富最具代表性的现代艺
术殿堂，也是我个人纽约之行的主要目的之一。

6、《美国这头公牛》的笔记-第117页

        华盛顿的地铁是我迄今见过的最简陋、最单纯的地铁,任何站台都没有一家商铺,连广告都寥寥无几,
而且你几乎看不见工作人员。车厢里也是如此,没有一则广告。整个地铁系统仅仅只是交通工具及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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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与其他商业无关。地铁站里没有任何装修,高大的拱顶和站台上的立柱都是赤裸的水泥,甚至都不肯
花功夫抛光,所有的通风和空调管道都裸露着。但车厢里却铺着地毯,座位都是真皮的,相当舒适。美国
人讲实惠,总是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这又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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